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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缆

1.1 适用范围

本作业指导书适用 0.6/1kV 及以上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的的试

验项目，规定了电力电缆交接验收、预防性试验、检修过程中的常规

电气试验的引用标准、仪器设备要求、试验程序、试验结果判断方法

和试验注意事项等。制定本作业指导书的目的是规范试验操作、保证

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为设备运行、监督、检修提供依据。

1.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作业指导书的引用而成为本作业指导

书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均

不适用于本作业指导书，然而，鼓励根据本作业指导书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作业指导书。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201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L/T 596-1996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第 2 部份:直流高电压试验》DL/T

474.2-2006

《现场绝缘试验实施导则 第4部分:交流耐压试验》DL/T 474.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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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测项目

1.3.1 试验项目

(1)主绝缘及外护层绝缘电阻测量；

(2)主绝缘直流耐压试验及泄漏电流测量；

(3)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4)外护套直流耐压试验；

(5)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6)检查电缆线路两端的相位；

(7)交叉互联系统试验；

1.3.2 试验程序

(1)应在试验开始之前详细记录试品的铭牌参数，检查、了解试品的

状态并进行记录。

(2)应根据交接或预试等不同的情况依据相关规程规定，从上述项目

中确定本次试验所需进行的试验项目和程序。

(3)一般情况下，应按先低电压试验后高电压试验、先直流后交流的

顺序进行试验。应在绝缘电阻测量无异常后再进行耐压试验。交

流耐压试验后还应重复测量绝缘电阻，以判断耐压试验前后试品

的绝缘有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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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试验方法及标准

1.4.1 主绝缘及外护层绝缘电阻测量

1、设备清单和要求

电动兆欧表或手动兆欧表；

对 0.6/1kV 的电缆，可用 1000V 兆欧表进行绝缘测试，绝缘标准

为不低于 10MΩ；0.6/1kV 以上的电缆，可用 2500V 兆欧表进行绝缘

测试，绝缘标准为不低于 50MΩ；6/6kV 及以上的电缆，可用 5000V

兆欧表进行绝缘测试，绝缘标准为不低于 400MΩ；110kV 及以上可用

5000V 兆欧表进行绝缘测试，绝缘标准为不低于 4500MΩ/kM；橡塑绝

缘外衬套的测量，用 500V 兆欧表。

2、试验程序

2.1 准备工作

（1）测量电缆主绝缘应选用相对应的兆欧表（带有测试线）。测量时

应对兆欧表进行检查，观察指针是否正常，线夹引线与线夹端子连接

是否良好，测量导线应用带有屏蔽层的绝缘导线。

（2）准备好接地棒，随时进行放电。电缆断电后，先对其进行放电

操作，再进行绝缘测量。

（3）检查电缆上的标示，例如：型号中的额定绝缘电压与兆欧表的

电压等级是否相符，对其测量时应了解设备的绝缘数值范围。

（4）用干燥清洁的软布，擦拭电缆芯附近的污垢，开始测量时，应

保证电缆头距地面 0.6 米以上，电缆两端都应有最少 1-2 人进行专人

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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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外屏蔽层进行绝缘测量时，应把屏蔽层两端接地全部拆开，

之后进行测试。

2.2 试验步骤

测试项目主要是相间及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即 U-V、W、地；V-U、W、

地；W-U、V、地；,并三次。

按要求进行接线，应正确无误。如兆欧表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将被测

相加屏蔽接于兆欧表 G 端子上将非被测相的两线芯连接在与电缆金

属屏蔽层相连接后同时接地，同时将共同接地的导线接在兆欧表 E端

子上，用一根测试线连接在兆欧表 L端子上，该测试线（L 线）另一

端此时不接线芯，如图所示。

兆欧表测试电缆绝缘的示意图

一人带绝缘手套并用手握住 L 测试线的绝缘部分，另一人转动兆欧表

手柄使发电机转速达到 120r/min，将 L 线与线芯接触，待 1 分钟后

（指针稳定后），记录其绝缘值。将 L 线撤离线芯，停止转动手柄，

然后进行放电。放电完毕后，一相电缆芯的测量已经结束。

重复两次以上步骤，分别测量其他两相电缆芯的绝缘电阻。若测量值

不在合格范围内，则表明所测电缆绝缘电阻不合格；若三次测试结果

都在合格范围内，则表示该电缆绝缘电阻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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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之间，绝缘电阻应几乎一致；若不一致，则平衡系数不得大于

2.5；本次测量值与上次测量的数据换算到同一温度下，其值不得下

降 30%以上。

电缆外护套两端接地全部拆开，用 500V 兆欧表进行测试，外衬套的

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0.5MΩ/kV。重要电缆 1 年测试一次；一般电缆 a）

3.6/6kV 及以上 3年测试一次；b）3.6/6kV 及以下 5年测试一次

1.4.2 主绝缘直流耐压试验及泄漏电流测量

1、设备清单和要求

绝缘电阻表；

直流高压发生器。

2、试验程序

3、测试概述

泄漏电流试验和直流耐压试验可以同时进行。测量泄漏电流所加直流

电压较低，而直流耐压所加电压较高，泄漏电流试验可以先发现绝缘

劣化、受潮。而直流耐压检查安装质量、接头、机械损伤及电缆本身

的缺陷都比较有效。在实际工作中，两者的试验设备、仪器、一般、

试验接线基本上是相同的，故两个试验项目可以同时进行试验。

4、试验步骤

1）当绝缘值合格后才能进行直流耐压试验。

2）所配备的试验设备根据试验接线图接好试验接线，并有专人认真

检查。当确认无误时，才可正式通电加压，合电源后先查看表计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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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否正常。

3）电缆直流耐压标准：18/30kV 以下电压等级的橡塑电缆 Ut=4×U0。

油絶縁电缆直流耐压试验电压标准：

注：其中 Ut 为试验额定电压，U 为电缆额定线电压，U0 为电缆导体

对地或对金属屏蔽层的额定电压。

4）根据电缆充电电流大小，适当调整升压速度，在以 2~3kV/s 速度，

升压电压应按试验电压的 25%、50%、75%、100%的程序进行，测量泄

漏电流的电压时，25%、50%、75%应读取 1min 后的泄漏电流，电压升

至 100%后应先读取 1min 的泄漏电流，而后读取 15min 的泄漏电流。

5）耐压试验结束，电压降至步骤(2)读取耐压前泄漏电流时电压读取

耐压后泄漏电流值。耐压后泄漏电流不应超过耐压前。

6）耐压结束应逐步降压，断开电源，并对电缆充分放电，放电时应

电缆额定电压 U0/U 直流试验电压（kV）

48/66 165

175

64/110 225

275

127/220

425

475

510

200/330 585

650

290/500

710

775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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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电阻放电，确保安全，然后直接接地，即进行换相工作。

7）在加压过程中，若发现以下情况时电缆绝缘有可能有缺陷应找出

缺陷部分并予以处理：

a）泄漏电流很不稳定；

b）泄漏电流随试验电压的升高急剧上升；

c）泄漏电流随试验时间延长有上升现象；

8）电流试验应逐相进行加电压，一项电缆加压时，另外两相电缆应

接地，金属屏蔽或金属护套和铠装层应接地，逐相试验加压结束，应

将电压调到零，切断试验电源，所加电缆充分放电，并直接接地。然

后更换高压引线至一相，接好引线燃拆取下接地线，作加压试验，直

到三相电缆试验结束为止。

5、试验结果判断依据

电缆的泄漏电流的三相不平衡系数（最大与最小之比）不应大于 2；

当6/10kV及以上电缆的泄漏电流小于20uA和6kV及以下电缆泄漏电

流小于 10uA 时，其不平衡系数不作规定。

泄漏电流值和不平衡系数只作为判断绝缘状况的参考，不作为是否能

投入运行的依据。其他电缆泄漏电流值不作规定。

1.4.3 主绝缘交流耐压试验

1、设备清单和要求

绝缘电阻表；

交流变频谐振耐压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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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程序

2.1 试验概述

1）交流耐压试验是鉴定电气设备绝缘强度最直接的方法，它对于判

断电气设备能否投入运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保证设备绝缘水平、

避免发生绝缘事故的重要手段。

2）交流耐压试验是破坏性试验，在试验之前必须对被试品先进性绝

缘电阻、泄漏电流及绝缘油等试验项目，若试验结果正常方能进行交

流耐压试验，若发现设备绝缘情况不良（如受潮和局部缺陷等），通

常应先进行处理后再做耐压试验，避免造成不应有的绝缘击穿。

3)推荐使用变频谐振耐压试验法

2.2 试验步骤

1)橡塑电缆优先采用 20Hz～300Hz 交流耐压试验

2)将电缆两端拆除与设备连接，将交流变频谐振耐压试验设备按其接

线图接线完成。

3)电缆应逐相进行加电压，一项电缆加压时，另外两相电缆应接地，

金属屏蔽或金属护套和铠装层应接地，逐相试验加压结束，应将电压

调到零，切断试验电源，所加电缆充分放电，并直接接地。然后更换

高压引线至一相，接好引线燃拆取下接地线，作加压试验，直到三相

电缆试验结束为止。试验时电缆不应有击穿闪络现象方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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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压标准为：

不具备上述试验条件或特殊规定时，可采用施加正常系统相对地电压

24h 方法代替交流耐压。

3.安全措施

1)为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要求必须在电缆两端周围设围栏并有专人

监护把守防止无关人员误入。试验时试验人员与监护人员通信要通畅，

没有试验人员的命令监护人员不能乱动。负责升压的人要随时注意周

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刻断开电源停止试验，查明原因并排除

后方可继续试验。

2)试验设备的布置应紧凑、连接线短，宜用屏蔽导线，接地线应牢固

可靠。

3)注意对试验完毕的电缆相必须充分放电。

4)试验过程中，如发现电缆有放电声音，或有绝缘烧焦气味，或冒烟

等异常现象时，应立即降低电压断开电源停止试验，将被测电缆接地

放电后再进行检查。

额定电压 U0/U（kV） 试验电压 时间（min）

18/30 及以下 2.5U0（或 2U0） 5（或 60）

21/35～64/110 2U0 60

127/220 1.7U0（或 1.4U0） 60

190/330 1.7U0（或 1.3U0） 60

290/500 1.7U0（或 1.1U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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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1.设备清单和要求

温度湿度计；

直流电阻测试仪。

2.铜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的意义

（1）测量电缆导体电阻非常有必要，因为个别电缆生产商的电缆

铜屏蔽层不连续，甚至严重到某一项或三相整段无铜屏蔽层；还有电

缆在做接头过程是，接头两端的铜屏蔽层接触不良或电缆接头处芯线

导体接触不良等，从而将导致电缆铜屏蔽中这些点的电阻增大，在电

缆运行过程中，这些点的端电位便增大，将产生局部放电现象，久而

久之便形成电缆故障。

3.试验程序

3.1 测试方法

1)将做好的电缆头的一端 A、B、C（任意两相）短接，将电缆另一端

接入直流电阻测试仪测量 A、B 相电缆的导体电阻。

2)拆除 A、B 相电缆短接线，将 A 相与金属屏蔽层引出的接地软连

接短接，在电缆另一端接入直流电阻测试仪，测出 A相与屏蔽层的直

流电阻。

3.2 试验结果计算

金属屏蔽层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P=（A相与屏蔽层电阻-A、B 相电阻/2）

/（A、B 相电阻/2），通过上述方法即可测出橡塑电缆的金属屏蔽层

电阻和导体电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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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测量结果判断

在相同温度下测量铜屏蔽层与导体直流电阻比 P。当 P 值与运行前相

比增加时，表明铜屏蔽层的直流电阻增大，铜屏蔽层有可能被腐蚀，

当该比值与运行前相比减少是，表明附体中的导体连接点的接触电阻

有增加的可能。

1.4.5 外护套直流耐压试验

1.设备清单和要求

温度湿度计；

直流高压发生器。

2.试验程序

2.1 测试目的

高压电缆在运输、敷设的过程中易发生碰撞、刮损造成电缆外表皮破

损，外护套接地。电缆外护套接地，电缆导体就会对外护套感应放电，

久而久之电缆就会造成击穿。

2.2 试验步骤

1)将距电缆两端头 20cm 处外表皮上的石墨层先用酒精湿布擦干净，

再用玻璃刮片刮干净电缆外表皮石墨层长为电缆一圈宽为 10cm，目

的是让电缆表皮与电缆头石墨层断开 ，将电缆侧的石墨层用铜线绑

住接地。

2)将直流高压发生器高压侧接入电缆头上进行加压，加压电压为10kV，

时间停留 1min。试品没有击穿现象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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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项试验为两次：

电缆到厂后进行电缆交接试验，目的判断运输过程中是否把电缆损坏。

电缆敷设完成后进行电缆交接试验，目的判断电缆在敷设过程中是否

把电缆损坏。

3.安全措施

在进行试验过程中电缆两端都应有专人监护，在试验区域拉设警戒绳。

1.4.6 检查电缆线路两端的相位

1.设备清单和要求

万用表/绝缘电阻表。

2.试验程序

2.1 试验步骤

在电缆一端一相接地，其他两相悬空，准备好后用对讲机呼叫另一端

准备测量

将万用表的档位开关置于测量电阻的合适位置，打开万用表电源，黑

笔接地，将红笔依次接触三相，观察红笔处于不同相的电阻变化。当

测得某相电阻较小而其他相电阻无穷大时，说明该相在另一端接地，

呼叫对侧做好相序标记（己侧也做好相序标记）。重复步骤 A、B、C，

直至找出三相为止，最后随机复查任意一相，确保电缆两端相序正确，

并与电网相位符合。



13

1.4.7 交叉互联系统试验

1.设备清单和要求

直流电阻测试仪；

直流高压发生器；

回路电阻测试仪。

2.试验程序

2.1 测试方法

交叉互联系统的对地绝缘的直流耐压试验：试验是必须将过电压保护

器断开。在互联箱中将另一侧的三段金属套都接地，使绝缘接头的绝

缘环也能结合在一起进行试验，然后在每段电缆金属屏蔽或金属套与

地之间施加 10kV，加压时间 1min 不应击穿。

2.2 测试标准

（1）非线性电阻型过电压保护器：

氧化锌电阻片：对电阻片施加直流参考电流后测量其压降，即直流参

考电压，其值应在产品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非线性电阻片及其引线的对地绝缘电阻：将非线性电阻片的全部引线

并联在一起与接地的外壳绝缘后，用 1000V 兆欧表测量引线与外壳的

绝缘电阻，其值不应小于 10MΩ。

（2）交叉互联系统性能检验：本方法为推荐采用的方式，如采用

本方法时，应作为特殊试验项目。使所有互联箱连接片处于正常工作

位置，在没相电缆导体中通以大约 100A 的三相平衡试验电流。在保

持试验电流不变的情况下，测量最靠近交叉互联箱处的金属套电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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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电压，测量后将试验电流将至零，切断电源，然后将最靠近交叉

互联箱内的连接片重新连接成模拟错误的连接情况，再次将试验电流

升至 100A 并再测量该交叉互联箱处的金属套电流和对地电压。测量

完后将试验电压将至零，切断电源，将该交叉互联箱中的连接片复原

至正确的连接位置，最坏将试验电流升至 100A，测量电缆线路上所

有其他交叉互联箱处的金属套电流和对地电压。

（3）试验结果符合下述要求则认为交叉互联系统的性能是满意的：

1）在连接片错误连接时，试验能表明存在异乎寻常大的金属

套电流；

2）在连接片正确连接时，将测得的任何一个金属套电流乘以

一个系数（它等于电缆的额定电流除以上述的试验电流）后所得的电

流值不会使电缆额定电流的降低量超过 3%。

3）将测得的金属套对地电压乘以上述 2）项中的系数后不超

过电缆负载额定电流时规定的感应电压的最大值。

（4）互联箱：

1）接触电阻：本试验在做完护层过电压保护器的上述试验

后进行。将刀闸（或连接片）恢复的正常位置后，用直流电阻测试仪

测量刀闸（或连接片）的接触电阻，其值不应大于 20uΩ；

2）闸刀（或连接片）连接位置：本试验在以上交叉互联系

统的试验合格后密封互联箱之前进行。连接位置应正确。如发现连接

错误而从新连接后，则必须重测闸刀（或连接片）的接触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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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

（1）试验区域拉设警戒绳，并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2）所有仪器外壳接地应可靠，保护仪器及人身的安全。

（3）试验时专人接线、专人操作、专人监护、分工明确。

（4）试验过程中如发生异常现象，应切断电源，并用放电棒充分放

电接地后再进行处理。

（5）试验过程中，电缆两端均派人监护，并保持通讯畅通，出现问

题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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